
從易武身畔流淌過的南臘河發源於孟力臘
縣，流至中、老、緬三國交界處注入瀾滄
江。據民間傳說，釋迦牟尼途經古茶山，
被這裡美麗的大森林和憨厚真誠的百姓打
動，於是駐足講經，當地居民烹茶敬以解
渴，佛祖飲罷連連稱善，又見這裡沒有河
流，即將飲剩之茶湯往身邊倒去，隨即出

現一河，百姓稱之為「南臘」，意即「茶
水河」。

玩漂流 看「魚趕擺」

南臘河不僅是孟力臘縣的母親河，也是非
常有特色的水上雨林觀光道，兼備江南水
鄉的秀美與熱帶雨林的野趣。漂流本是一
項勇敢者的運動，但在沿岸生態迷人，風
光秀麗的南臘河，盡可放下好勇鬥狠的競
爭心，收起筏槳，躺在皮划艇上，
順流而下，靜靜地感受兩岸的叢林

參天、水面的霧影波光與不知何處傳來的
驚鳥啼鳴。
每年初春桃花盛開時，在野生魚類最多的

南臘河與瀾滄江的交匯處有一年一度的「魚
趕擺」。趕擺即趕集。每到「魚趕擺」的時
候，附近村寨的男女老少便提籮帶網來到
河邊，網捕手捉，總會滿載而歸。被捉來
的魚，肚子都是鼓脹脹的。原來，牠們是
為了排卵才匯聚到這裡來。因為瀾滄江水
冷而渾，南臘河水清而暖，於是形成了一
張張天然的供魚產卵的溫床，同時也形成了
奇特的「魚趕擺」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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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水之靈

祖 籍 雲 南 臨
滄、生於普洱，

半生工作於孟力臘的王明京現在已從孟力
臘縣駐昆明辦事處主任的位子上退下
來，2006年，正是他在這一職位上
時，將易武「茶馬古道源頭」的地位
重新拉回人們的視線。

為茶馬古道起點正名

當時王明京偶然了解到「馬幫貢茶
萬里行活動」即將啟動一事，得知此
消息後，他向活動組委會領導建議，
此活動應從滇藏茶馬古道的起點易武
公家大院出發。經多方努力，並陪同
相關人員實地考察、考證，他的建議
最終得到採納，隨後的三批馬幫重走
茶馬古道活動，均以易武公家大院為

起點，前往北京、西藏等地。
「普洱貢茶的發展經歷過歷

史的斷代，導致人們只知道普
洱茶，不知道西雙版納古六大
茶山的普洱貢茶。馬幫貢茶萬
里行活動行程12,000里，途經9
省3市，歷時236天，因為是從
易武的公家大院出發的，所以
易武作為滇藏茶馬古道的起
點、『中國古茶第一鎮』的地

位，從此不會動搖了。」王明京不無
得意地回顧說。

貢茶為媒結中美友誼

美國援華空軍飛虎隊創始人陳納德
將軍的妻子陳香梅，是一位馳騁於國
際政壇且極具傳奇色彩的華裔巾幗名
人，2005年9月，在紀念抗戰勝利60周
年活動期間，陳香梅受邀到昆明緬懷
抗戰先驅。王明京作為代表向陳香梅
贈送古六大貢茶山貢茶，受到陳香梅
好評，此後在2006年、2007年，陳香
梅幾度往返中國都不忘邀請王明京這
位特殊的普洱貢茶文化友誼使者前去
上海會面，多次題字合影留念，譜寫
了一段忘年的中美友誼佳話。

在易武茶農心中，茶是賴以
為生的聖物。每年在採春茶的

季節到來時，都要舉行祭茶儀式。祭拜的對象，
有的是古茶樹，有的是一方山神，還有更多的是
「茶祖」——孔明。

為什麼茶農不奉神農、陸羽為「茶祖」而偏偏
祭拜孔明呢？這和諸葛亮（孔明）南征的故事有
關。雲南一些少數民族認為他們是諸葛亮南征時
遺留下來的。諸葛亮給他們茶籽，讓他們在古茶
山安居下來，種茶為生。如基諾族就自稱「丟
落」，世代尊奉孔明。至今孟力臘縣象明鄉西100里
處，仍有孔明山一座，傳說為諸葛亮寄箭處。
因為少數民族中千百年來流傳 的諸葛亮興茶

的傳說，和世代對他的尊奉，所以每年農曆7月23
日諸葛亮誕辰這天，茶山各村寨還都要舉行「茶
祖會」，對其進行祭拜。隨 普洱貢茶近年來的
復興，易武的茶農們希望有一天能把「茶祖節」
搞成「普洱貢茶節」，讓易武普洱貢茶的名聲不
止留在過去，也能在全世界享有更高的知名度。

佛祖恩賜茶水河

數百年來，易武作為茶馬古
道的陸路源頭，既是普洱

貢茶的主產地，又是茶葉、馬
匹、藥材等集散地，堪稱普洱茶
之都。

千年茶山盛極一時　

沿 石板小道從公家大院走進
易武，街道兩側歷經滄桑的茶莊
老屋隨處可見，這些老屋多是一
樓一底的庭院建築，分成前後
院。前院大多是茶號門面，商家
店舖；後院與側院多是加工茶葉
和其他小商品的作坊以及居室；
中間設「天井」，四合成院。每當
春夏之交，院裡瀰漫的茶香，讓
各色遊客和來收購春茶者都如癡
如醉。
易武產茶的歷史已有1,700多

年。鼎盛時期的易武茶區山山有
茶園，處處有人家，年產乾毛茶
曾達7萬至8萬擔，常住人口、流
動人口達10萬餘人，經營茶葉的
商人在此開設數量眾多的製茶商

號、茶莊，僅易武街先後建辦有
同興號、同慶號、乾利真、車順
號、安樂號、同昌號、福元昌等
20多家茶莊。

御賜牌匾見證輝煌

眾多茶商、茶製作工人的湧
入，讓易武傳統普洱茶製作手工
藝達到了頂峰，製作的普洱茶及
其品牌流芳至今。由於品質超
群，倍受歡迎，曾獲得了清朝皇
帝賜匾「瑞貢天朝」嘉獎，成就
了易武普洱貢茶之鄉的美名。至
今收藏在易武普洱茶古六大茶山
博物館的大量與普洱茶相關的石
牌、契約、古代製茶工具、「瑞
貢天朝」賜匾等文物，見證 這
裡曾經的輝煌。
今年已經71歲的衛關發，和多數

的易武人一樣，祖祖輩輩都從事種
茶、採茶的行當，他自己的大半生
也與茶息息相關。憑 早年在易武
國營茶廠裡做茶的經驗，從茶廠出
來後的他先是開辦家庭小作坊進行

茶葉加工，再帶 兒子創辦易武半
廊竹茶莊。經過多年苦心經營，生
意蒸蒸日上，今天在易武像他們這
樣的茶葉加工廠、茶莊已經有50多
家。

茶商堅持古法種茶

「雖然做的少，但我們做的認
真，每一款茶品都是精緻珍貴的好
茶。」儘管有這樣的自信，衛關發
依然承認，現在易武的茶廠還是以
小規模的作坊為主，不可能比得過
以進口機械作業和高學歷技術人員
為主的現代茶業實業。為了易武茶
業的整體復興，曾擔任過政協委員
的衛關發，提過大量與茶相關的方
案，比如：保護老茶園、新茶園老
種法、老街的保護及修護等。這些
方案得到孟力臘縣政府的重視，多數
被採納。
近年來，孟力臘縣茶廠茶莊實行

規範化、標準化加工，組織茶企
參加省內外茶葉博覽會等，使易
武普洱貢茶的名氣越來越大，茶

農一年茶葉收入個十幾萬元已是
平常事情。
衛關發的四個孩子如今都已成

家，只有幼子衛恆跟他一起操持
茶莊。老人的心願是再辛苦幾
年，攢足錢給幼子置辦一家院
子。「看 他們成家立業，生活
美滿，我也就滿足了。」站在晾
茶木架前的衛關發笑呵呵地說。

茶鎮文化

奉諸葛孔明為茶祖

在南臘河漂流完畢，可以直
接在曼龍勒傣寨上岸。傣寨是

西雙版納傣民族的縮影，濃縮了傣民族文化的精
華。坐落於易武南面的曼龍勒傣寨，是這片土地
上最曼妙的人文景觀。西雙版納是中國唯一的傣
族自治州，「傣」有兩種含義，一指英勇、勤勞
之人；二是和平友善之意，正道出了傣族人的生
活真諦。而傣味最濃郁的所在，就是這些真真實
實生活 的寨子。
漫步曼龍勒，但見村落井然有序，清淨整潔，

傣家人割橡膠、種植糧食和甘蔗，採古茶山茶，
捕南臘河魚，生活悠然自得。登高遠眺，一座座
傣家竹樓和佛寺佛塔深藏於各種熱帶林木之中。
傣族村寨中都建有佛寺，傣族男子視入寺為僧為
最大光榮，未入寺當沙彌「和尚」者常被人瞧不
起。男子從八歲起就入寺當「預備和尚」，熟悉
教規禮儀後才正式升沙彌和尚（傣語稱「帕」），
年滿20歲升為比丘佛爺（傣語稱「都」），升不了
「都」的，退寺還俗。

因為有佛家的教化，世居於茶鄉傣寨的平凡人們
骨子裡有一股隨性知足的特質，待人處世平和而樂
觀，世世代代都在這裡過 與世無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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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武半

廊竹茶莊

產 的 餅

茶。

易武古鎮座落在滇西南西雙版納州孟力臘縣的一個山樑上，在山樑與正

山的連接處有一個平台，古時這裡是馬幫的集散地，人稱公家大院，是

滇藏茶馬古道的起點。從公家大院遠眺易武，映入眼簾的是一院院的老

宅和新老茶莊，這裡出品的普洱茶曾獲清朝皇帝賜匾「瑞貢天朝」嘉

獎，膺普洱貢茶之鄉美名。往日馬幫的馬蹄聲雖早已漸行漸遠，但種

茶、採茶、製茶的古老傳統猶在，這裡的生活如同一杯越陳越香的普洱

茶，醇厚、悠長。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鐵 雲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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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雲 南 省

易武古城
勐臘縣

西雙版納普洱貢茶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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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鄉寨韻

茶山人家

■「瑞貢天朝」牌匾，現藏於易武的「中國普洱茶古六大茶山茶文化博物館」。

貢茶使者復興古茶山 ■衛關發在公家大院。 衛恆攝

■陳香梅為王明京（右一）題詞。被訪者供圖

■傣寨裡的

僧人。

孟力臘縣河馬

旅遊開發有

限公司供圖

傣寨生活
道出處世真諦

■在「茶水之河」南臘河上漂流。

孟力臘縣河馬旅遊開發有限公司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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